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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经济政策分析的角度出发, 对关税税率变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关税税率降低所

产生的就业效应、劳动力转移效应以及产业发展效应是构成生产者效应的一个重要方面; 建立了关税税率选

择的理论模型, 分析表明最优关税理论、最大收入关税理论等是该理论模型参数取一定数值的特殊情况; 单纯

降低关税税率不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 合理关税税率的选择是对多项经济效应的权衡, 应当充分结合产业

发展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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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conom ic po licy studies, the econom ic effects fo r the adju stm en t of tariff

ra tes w as analyzed. R educing the tariff ra te p layed an impo rtan t ro le on p roducer such as the

emp loym en t, the labo r t ran sfo rm at ion and the developm en t of the indu stries. A theo ret ica l

model to select the tariff ra te w as pu t fo rw ard, the research ing resu lts suggested that the

op t ica l tariff theo ry and the m ax im um tariff revenue theo ry are specia l cases. T he po licy that

simp ly reduced the tariff ra tes w as no t a“Pareto2imp roving”, and the determ inat ion of

ra t ional tariff ra tes m u st be set up based on the comp rehen sive evaluat ion of m any aspects of

econom ic effects and the com b inat ion w ith the p ract ica l situa t ion of the indu 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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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 自由贸易能够使一个国家的净社会福利增大, 征收关税则会造

成福利损失。笔者拟对降低关税所造成的经济效应做一些理论分析, 并从政策效果分析的角度

对此做较为系统的探讨, 目的是扩展经济学关于关税效应的研究内容, 使之与政策研究联系起

来。

1　降低关税税率的经济效应分析

这里, 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 针对小国模型进行分析。



图 1　关税效应分析 (小国模型)

图 1 示出对产品征收关税的局部均衡分析模

型, 假定关税是唯一限制产品进口的措施。S H 是

国内生产者的供给曲线,D H 是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曲线, 在没有进口时国内市场在 E 点达到均衡,

对应的产量和价格分别为Q E 和 P E。这时, 国际市

场上该产品的价格 PW 小于国内价格, 国际市场

上该产品的供给曲线即为S W 曲线。下面来看 2 种

开放国内市场的情形:

1) 进口国对该产品征收非禁止性从价关税,

税率 Σ= (P T - PW ) öPW , 国内市场均衡点是B 点。

具体变化表现在 3 个方面: a. 该产品的国内价格由 P E 降低到 P T; b. 国内消费量由Q E 增加

到Q B ; c. 国内产量由Q E 降低到Q A , 国内供给不足部分 (Q B - Q A ) 由进口来满足; 国家财政得

到了数量为 (Q B - Q A ) PW Σ的关税收入。

2)进口国无任何条件的开放国内市场, 国内市场均衡状态对应图 1 中的H 点。可以看出:

a. 该产品的国内价格下降为 PW ; b. 国内消费量增大至Q H ; c. 国内产量降至Q C , 进口量达到

Q H - Q C , 没有关税收入。为了简化问题, 这里将上述 2 种状态分别视为关税税率降低前后的情

形, 这是有一般性的。

在对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研究中, 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征收关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

行了归纳总结[1～ 3 ], 虽然各个文献对关税效应的分类有一些差异, 但包含的经济效应方面基本

一致, 包括: 1) 价格效应; 2) 消费效应; 3) 保护效应; 4) 政府收入效应; 5) 收入再分配效应; 6) 社

会福利效应; 7)国际收支效应; 8)贸易条件效应。笔者分析认为, 关税税率变化 (如降低关税)所

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包括 3 个方面, 上述其他方面的效应是派生的或者是间接的。

1)对国外生产者和国内生产者的影响。降低关税税率后, 国外生产者增加的产量为 (Q H -

Q C ) - (Q B - Q A )。在这当中,Q H - Q B 是国内市场价格降低增加的消费量,Q A - Q C 是国内生产

者由于进口品价格低而被迫让度出来的市场份额。同时, 部分国内生产者被迫转产, 生产该产

品的劳动力需求量减少。

2)对国内消费者的影响。降低关税税率后, 该产品的国内价格与世界市场的一致, 国内消

费者因价格降低而受益, 增加了产品的消费量。

3)对政府财政的影响。严格地说, 降低税率对关税税收的影响是不确定的[5 ] , 关税收入受

到关税税率降低、进口量扩大的综合影响。在关税税率较低, 且进口需求弹性正常的条件下, 税

率降低倾向于减少关税税收。

如果忽略对国外生产者的影响, 关税税率的降低将涉及到 3 部分经济效应变化: 一是消费

者剩余的增加量为图 1 中直角梯形 P TB H PW 的面积; 二是政府关税收入的减少量为矩形

A B FG 的面积, 它转化为消费者剩余的增加量; 三是生产者剩余的减少量为直角梯形

P TA CPW 的面积。

需要指出, 降低关税税率对国内生产方面的影响是动态的、深远的, 其中有 2 个问题值得

注意: 一是对就业方面的影响, 二是对产业发展方面的影响。在传统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理

论中, 为了分析方便它们被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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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税税率降低的就业效应和劳动力转移效应。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通用的假设是

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 整个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这样, 降低某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 带来

的损失仅仅是国内该产品产量的减少。实际上, 生产要素在各种产品生产行业之间的转移并非

完全自由和无成本, 迫于进口价格压力而游离出来的劳动力会由于种种因素而不能迅速的转

入其他行业, 这样至少在短期内会给进口国带来经济损失, 国内经济的非充分就业也会使决策

者重视降低关税税率所带来的就业效应。

笔者认为, 这方面的经济效应至少还应当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a. 原产业资本、技术技能的

沉淀; b. 劳动力从事新产业的各项投入, 包括新劳动技能的训练; c. 部分劳动力失业带来的

社会不安定。它们都倾向于抵消关税税率降低所带来的好处, 尤其对于我国的经济形势, 失业

问题是近年来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有鉴于此, 不得不在各个政策方面就此做综合的考虑。

2)关税税率降低的产业发展效应。关税税率降低将迫使资源由原来的产业向新产业流动,

新产业的产品比原来产业的产品更符合生产要素条件, 因此, 生产要素具有更高的效率, 新产

业的产品比原来产业也更具有竞争优势。

笔者以为, 这方面的经济效应分析及关税政策选择也还应当包括以下 6 个方面的考虑:

a. 原来产业由于减少产量带来的资源低效率消耗量的减少; b. 降低关税引起国内产业与国外

生产者之间的适度竞争, 进而推动国内产业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提高产

业的素质; c. 原来产业本身因减小生产规模而带来的经济损失; d. 新产业由于扩大规模而带

来的投入要素价格上涨, 以及由此而来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e. 产业的联动效应, 包括前向

联动和后向联动 2 种形式; f. 国家产业结构效应。

有鉴于此, 降低关税税率对于国内产业的发展来说有利有弊, 产生的影响是综合性的, 至

少对产业发展所带来的不全是好处。

2　关税税率选择的理论模型

关税税率的降低会产生多方面的经济效应, 尤其对国内生产可能带来较为复杂的动态性

影响。由于这些经济效应与关税税率的降低程度密切相关, 笔者综合前面的分析, 提出了一个

关税税率选择的理论模型

m axE (Σ) = w cE c (Σ) + w rE r (Σ) + w p ΑE p (Σ) ( 1 )

式中: E c (Σ)、E r (Σ)和 E p (Σ)分别是消费者效应、政府收入效应和生产者效应关于关税税率 Σ的
函数; 参数w c、w r 和w p 分别是关税税率选择时决策人 (关税政策制定者) 对不同效应项目重

要程度的加权; 为了反映关税税率对国内生产带来的动态性影响, 引入生产效应参数 Α, 取值

大于 1, 表明关税税率对国内生产带来的实际影响要大于前面局部均衡分析中的理论效应。

关税税率选择的目的是实现式 (1)中综合效应 E (Σ)的最大化。可以进一步考察关税税率

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E (Σ) = w c
dE c (Σ)

dΣ ∃Σ+ w r
dE r (Σ)

dΣ ∃Σ+ w p Α
dE p (Σ)

dΣ ∃Σ (2)

式 (2)是对式 (1)两端关于关税税率 Σ求导得到的。如果税率的降低量 ∃Σ使得综合效应的变动

量 ∃E > 0, 则关税税率的降低是有利的。式 (3)的 3 个一阶导数项, 分别表示消费者效应、政府

收入效应和生产者效应关于关税税率的变化率。当关税税率降低时, 消费者效应增大, 政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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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效应减小, 生产者效应减小, 亦即满足:

dE c (Σ)
dΣ > 0, 　

dE r (Σ)
dΣ < 0, 　

dE p (Σ)
dΣ < 0 (3)

故关税税率选择, 或者说税率降低的合理性, 是对这些经济效应项目的综合比较。

与一般关税效应分析模型相比, 理论模型 (1)和 (2)有 2 个显著特性。一是引入了决策理论

中的价值判断概念, 选择不同权重来反映决策者对不同效应的重视程度。从关税效应分析的角

度来看, 它改进了传统关税效应理论中关于消费者、政府财政和生产者三方的单位经济福利重

要性相等的假设条件, 即国际经济学家彼得·林德特所谓“一美元一票”的标准[1 ]。实际上税率

选择取决于决策人在这些方面的不同偏好, 这种偏好因产业性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而

变化, 使得经济理论分析与关税政策分析比较贴近。在许多情况下, 决策人对消费者、政府财政

和生产者的单位经济福利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关注确实是不同的, 可能会更关注生产者的福利

状况和政府财政收支状况, 而对消费者的福利状况可能不那么重视, 这也是世界各国往往利用

关税来保护本国企业的主要原因。二是引入了生产效应参数Α, 它反映出并强化了关税税率变

化对国内生产的系统性影响。

3　理论模型分析结果

对于上述理论模型, 可以得到 2 个理论分析结果:

1)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模型 (1) 和 (2) 的一种特殊情况, 关于关税造成福利损失及

自由贸易能够增加社会福利的结论也是由此而来的。

令式 (3)、(4) 中的模型参数满足w c= w r= w p = 1, 且 Α= 1, 这时与一般关税效应分析是完

全一致的。对应图 1 可以推出, 关税税率降低时净经济福利大于 0, 具体等于三角形B CF 和

D GH 的面积之和, 即一般关税效应分析中所说的关税税率降低减少了社会福利净损失。这是

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 也是一般关税效应分析中确定“最适宜关税”或者“最优关税”的思想[1 ]。

如果进一步取模型参数w c< w r,w c< w p , 或者模型参数 Α> 1, 即决策人对生产者、政府关

税收入效应的偏好大于对消费者效应的偏好, 或者更重视降低关税对国内生产方面的影响, 则

关税税率降低时的净经济福利变化会小于上述情况, 甚至可能为负值, 这时候降低关税税率未

必是合理的选择。

一个更极端的情况是取模型参数w c= w p = 0, 意味着决策人只看重关税的财政收入作用。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选择关税税率的问题就简化成了关税收入的最大化问题 (M ax im um

R evenue T ariff) [5 ] , 式 (3) 中较为复杂的函数被简化成“税收 税率”之间的拉弗曲线 (L affer

Cu rve)规律, 最大收入关税对应曲线的极大值点, 即 dE r (Σ) ödΣ= 0。

2)在一种商品的小国模型分析中, 降低关税税率不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

“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降低其他人经济福利的前提下, 使某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经济福

利有所增加[6 ]。反之, 如果某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经济福利的增加是建立在其他人福利受损的基

础之上的, 那么这种状态改变便不是“帕累托改进”。

根据模型 (1) 和 (2) , 在一定条件下, 降低关税税率可以增加消费者剩余, 且增加的消费者

剩余能够抵消对生产者和国家财政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而提高总体经济福利, 但它仍然不是帕

累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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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从式 (3)可以看得更清楚。降低关税税率后消费者、政府财政和生产者三方的经

济效应关于关税税率的变化率是矛盾的, 其中一方面或两方经济福利的增加必然导致另外两

方或一方经济福利的减少, 不能满足“帕累托改进”条件; 因此,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的关税税率

选择是在多个经济方面的权衡。

4　结　论

1)从政策分析的角度出发对关税税率变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提出: 在关税理

论分析中, 对降税所产生的就业效应、劳动力转移效应以及产业发展效应应给予充分地关注。

2)在关税效应分析和决策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关税税率选择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引

入了决策理论中的价值判断方法, 并重视关税税率变化对国内产业所产生的动态影响。理论分

析表明, 最优关税理论、最大收入关税理论等是该理论模型参数取一定数值的特殊情况。

3) 单纯降低关税税率不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 合理关税税率的选择是对多项经济效应

的权衡, 应结合产业实际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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